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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蜡染非遗文化因地域性、民族性等多种因素，导致其传承面临困境，

传统的非遗发展模式早已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非遗文化如果不能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那么终将会被时代所摒弃，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叙永县苗族蜡染非遗传承人杨安平深感蜡染技

艺发展的艰难，他通过探索“非遗 + N”等多种发展模式，为苗族蜡染注入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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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batik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ity and nationality, and the tra-
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model has long been incompatible with th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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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of the times. Yang Anping, the intangible inheritor of Miao batik in Xuyong County, Si-
chuan, deeply felt the difficul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atik skills, and he injected new blood into 
Miao batik by exploring various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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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叙永县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技艺，其中苗族蜡染

作为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

文化的冲击，苗族蜡染技艺面临着传承困境和保护难题。因此，探究叙永县苗族蜡染“非遗 + N”路径，

对于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叙永县苗族蜡染“非遗 + N”路径的探究，寻找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措施，以促进该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探索“非遗 + N”路径的创新模式，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提供借鉴，促进叙永县苗族蜡染技艺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为叙永县苗族蜡染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力

支持，增强叙永县苗族蜡染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并促进该地区民

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2. 苗族蜡染的起源 

苗族先民早在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便已经掌握用蜡防止染色的技术，蜡染技艺由此基本成型，但

也只是用于印制一些简单的图案，并未广泛应用于服饰。随着技术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到了魏晋时期，

蜡染的染色技术便可以染出数十种颜色，也多用于制作各色服饰。发展到唐代时，蜡染已经在中国全国

范围盛行 [1]。到了宋代，由于工艺更为简便的蓝印花布的出现，使得蜡染技艺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而

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生活在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居民长期与世隔绝，各项生产都能够实现自给自

足，因此古老的蜡染技艺便在这些地区得以完好地保存。 

3. 叙永县苗族蜡染制作工艺及独特魅力 

3.1. 苗族蜡染制作工艺 

叙永县苗族传统蜡染技艺其制作步骤共有八步，分别是：熬蜡、磨布、画蜡、染色、蜕蜡(也叫脱蜡

或去蜡)、漂洗、晾干、缝制。制作方法首先是用板蓝根叶子制作成天然的植物染料 [2]，然后用蜡刀在手

工纺织的麻布或棉布上进行描绘精美的图案，接着利用蜡与水不相溶的原理，在染色脱蜡过程中，作为

防染剂的蜡会自然龟裂，使布面呈现特殊的“冰纹”，赋予叙永苗族服饰独特魅力。 
蜡染技术多应用于精美的苗族服饰，体现了苗族同胞对精美盛装的执着追求，纯天然的植物染料也

体现了苗族同胞对绿色健康品质的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

社会和谐，传承民族历史、增强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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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苗族蜡染的独特艺术魅力 

苗族蜡染的艺术价值是无法忽视的，蜡染以天然石蜡为材料，通过画布、染色等步骤，创作出独具

特色的图案，如以“永宁八景”为背景创作出的《漫岭腾云》(见图 1)《铁炉晚渡》(见图 2)等蜡染装饰

画，这些图案色彩丰富，线条流畅，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情。蜡染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承载了苗

族的历史和文化，是研究苗族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蜡染的实用性也不容小觑，在叙永县的苗族家庭

中，蜡染制品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常见选择。从衣物、被单到桌布、门帘，蜡染制品以其经久耐用、色彩

艳丽的特性，深受人们喜爱。不仅如此，蜡染制品还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是展现地方文化和特色的重

要载体。 
蜡染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其制作过程中，匠人用手工绘制蜡花，再浸入靛蓝染液中，煮沸后洗去石

蜡，呈现出蓝底白花的图案。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让人感受到传统工艺的魅力。这种传统艺术

形式不仅体现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叙永县独特的文化符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欣赏

和了解。 
 

 
Figure 1. “Soaring Clouds” batik decorative painting 
图 1. 《漫岭腾云》蜡染装饰画 

 

 
Figure 2. “Iron Furnace Evening Crossing” batik decorative painting 
图 2. 《铁炉晚渡》蜡染装饰画 

4. 苗族蜡染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 

4.1. 苗族蜡染的发展现状 

据《叙永县志》第四篇少数民族中记载，“元末明初，苗族先民开始移居本县”，现有 650 余年历

史。迁移后，在叙永落户的苗族，因风土人情变化，技艺逐步展现出地方特色。清末民初时期，李发秀

这一代通过家族传承传于其女罗显芝、罗显群，最终后者将技艺完整地传承到杨安平这一代，至此蜡染

进入了发展高潮期。2018 年，杨安平主持成立叙永县秀成苗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邀请蜡染技艺其余传

承人共同参与对蜡染的保护发展，并先后投入约 35 万元用于蜡染技艺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蜡染制品样

式、图案、传播途径的创新，让非遗融入群众的生活，使非遗真正地“活起来、传下去” [2]。在非遗传

承人杨安平的带领下，苗族蜡染在当地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探究“非遗 + N”发展新模式，相继开

展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实践教学活动(数据来源：叙永县秀成苗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然而，叙永县苗族蜡染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由于蜡染技艺的传承方式较为传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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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大，使得年轻一代对蜡染技艺的掌握程度有所下降。其纯手工制作的方式也严重阻碍的蜡染的进

一步发展，面临传承难和技术革新难等发展困境，不仅阻碍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也使得这种传统

艺术形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4.2. 传承难 

苗族蜡染因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固有特征，其传播范围仅仅在四川和贵州等地区，在其他民族和地

区的认可度较低。除此之外，蜡染技艺的传承多数以家族传承为主，有些传承人会少量收徒，但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蜡染技艺的传播，现如今仅有少数蜡染非遗传承人仍在从事蜡染相关工作。 

4.3. 革新难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苗族村落中的青年一代多数已摒弃此项技术

而选择到城中务工，因此多数都是村落中的老一辈传承人在从事蜡染的相关工作，现如今传承人日渐呈

老龄化趋势发展 [3]。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的蜡染技艺仍是以纯手工制作为主，并

且蜡染产品仍停留在服饰等布料产品，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蜡染技术的革新和产品的创新。 

5. 叙永县苗族蜡染的“非遗 + N”路径展望 

5.1. 苗族蜡染“非遗 + N”的理论探究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技艺，近年来，叙永县积极探索“非遗 + N”发展的路径，将传统

与现代相结合，为苗族蜡染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N”代表了各种创新元素，如新媒体传播、

产业、旅游以及通过和高校合作进行蜡染文化传承等新发展形势。通过将非遗与这些元素相结合，叙永

县为苗族蜡染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信息化等，对蜡染

技艺进行保护、传承和传播，通过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进而了解蜡染艺术，通过旅

游产业的发展，将蜡染技艺与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通过

产业合作，将蜡染技艺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中，推动蜡染产品的市场化。 
通过加大传承力度建立完善的传承机制，培养年轻一代的蜡染传承人，让他们了解并掌握蜡染技艺，

为传统技艺的传承打下坚实基础。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和蜡染

艺术，提高其知名度。将蜡染技艺与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线路，吸引游

客前来参观体验，为蜡染技艺的传承提供更多机会。 

5.2. 苗族蜡染“非遗 + N”的实践尝试 

5.2.1. “非遗 + 文化产业”实践 
2018 年，非遗传承人杨安平主持成立叙永县秀成苗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实现苗族蜡染文化

的产业化发展，不断尝试制作新的蜡染产品，如蜡染风景画、蜡染香囊、蜡染手提包等，使蜡染文化融

入群众生活，为大众所接受。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为十二生肖香囊，该作品借助传统的十二生肖文化和

香囊文化，将其与蜡染技艺相结合，由此“十二生肖香囊”便应运而生，该产品作为多元文化结合的产

物，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此外非遗传承人杨安平还将蜡染文化与叙永的“永宁八景”相结合，创作出独

具特色的蜡染装饰画，包括《漫岭腾云》《铁炉晚渡》《双桥映月》《流沙悬练》等作品，不断对蜡染

产品进行丰富拓展。 
在非遗传承人杨安平的开发下，叙永县苗族蜡染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服饰品、家居用品、旅游产品、

装饰品、蜡画艺术品 5 个系列，包含婚服、礼服、生活装、苗族盛装、舞台装、围巾、方巾、体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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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短裙、床罩、枕套、毛巾、床单、蚊帐、窗帘、花边、发带、蝴蝶结、香包、桌布、茶席、茶垫、

鼠标、壁挂、吊挂、对联、字画 28 种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数据来源：

叙永县秀成苗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igure 3. Batik throw pillows 
图 3. 蜡染抱枕 

 

 
Figure 4. Batik zodiac sachets 
图 4. 蜡染十二生肖香囊 

5.2.2. “非遗 + 高校”实践 
在当今“两创”背景下，传统的蜡染艺术或因区域局限、技术繁杂、图案故步自封、重视力度不够

等因素，面临着发展瓶颈，急需寻求转化和创新的发展途径 [4]。要从青年一代入手，为蜡染技艺注入青

春活力。大学无疑是引领青少年审美时尚的重要场所，可以通过制作蜡染文化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在

校大学生对蜡染文化的了解情况，并且征求蜡染样式图案创新方案，让蜡染产品符合当代青少年的审美

需求。 
非遗传承人杨安平深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键是在青少年一代，他致力于将蜡染文化传播到青少年

一代中，将蜡染技艺带进了梘槽苗族乡梘槽中学、泸州天立英才学校、泸州开放大学等，在课堂上为学

生讲解蜡染非遗文化的历史和蜡染技术工艺，宣传与推广苗族蜡染非遗文化，让青年大学生深入了解蜡

染非遗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其文化素养。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各大高校也是蜡染文化传承发展的不二之选，让蜡染技艺进入到高校，

让高端人才认识蜡染、接触蜡染，从而扩展研究方向。要在高校中加强对蜡染文化的传播，形成系统化、

理论化、艺术化的蜡染技艺，让蜡染文化与时代要求、群众需求相契合，让高校成为非遗文化传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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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人。 

5.2.3. “非遗 + 新媒体”实践 
当今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苗族蜡染可以通过新媒体网络传播方式进行文化传播来提升苗族蜡染的

知名度。在流量的时代，通过和各大网红模特合作的方式，打造蜡染时装风尚，利用流量来推动文化传

播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既增强大众对于苗族蜡染的了解又可以扩大苗族蜡染知名度。 
蜡染制品使用板蓝根叶子这种天然染料进行染制的特点，符合了人民群众对绿色、无污染的产品的

追求，可以通过互联网打响蜡染绿色纯天然的名号，一些文化爱好者、绿色消费追求者便能通过此渠道

进行了解蜡染。借助如抖音、快手、小红书、bilibili 等短视频 APP 扩大蜡染文化传播范围 [2]，通过互联

网拉近蜡染技艺与群众的距离，让群众认识蜡染的途径多样化、便捷化。苗族蜡染想要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那便需要从互联网中学习先进经验，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传播。 

6. 结语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技艺无疑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但在社会发展新时期，传

统的蜡染发展模式不能与时代发展和需求相契合，要实现蜡染技艺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必须让

蜡染产品迎合大众审美需求。非遗传承人杨安平通过探究“非遗 + N”路径新模式，为蜡染文化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迎来了发展机遇，要将蜡染文化的发展与青年一代挂钩，与时代发展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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